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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安老服務可伸延至大灣區
立法會日前討論伸延跨境養老福利至大灣區之議案，建制派與反對派就當中長者福利議案辯論後，議

案遭反對派否決。社會福利服務發展應與時俱進，若能適時調整政策以及調配資源，定必能夠讓市民獲得
日趨完善的保障，筆者認為是項議案被否決是極不理性的，反對派再一次讓政治利益凌駕民生福祉。

香港地小人多，興建安老服務與房屋
問題同出一轍，就是土地不足問題。在香
港短期內解決土地供應問題根本不可行，
而安老服務亦不能一拖再拖，另覓發展空
間是否一個紓緩安老服務的一條出路？

香港就長者跨境的養老相關政策和福
利不多，現時有綜援長者廣東省及福建省
養老計劃，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
劃，以及與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使用醫療券
計劃，在方方面面的支援和配套，均未及
香港的設置完善，故此兩地政府及民間團
體，以至私人營運安老服務之機構在大灣
區的發展和政策支持下，理應可以在現有
的基礎上大有所為，為未來安老服務中的
社會福利以及產業並行發展。

香港的人口結構在數年前已出現了老

化，即使有新來港人士補充新增的較年輕
人口，似乎未能紓緩情況。

人口老化需未雨綢繆
人口年齡隨社會福利服務和科技發展

而日漸增加，長者壽命亦隨之而提升，故
此在社會發展中不能忽視安老服務政策，
必須未雨綢繆。根據特區政府統計處數據
顯示，2017年的出生數目有大約56600人，
較2016年少4300人；而死亡數目則有46000
人，較2016年少300人。

數據顯示，香港男性的平均壽命從
81.3歲增加至81.7歲，女性的平均壽命從
87.3歲增加至87.7歲。人口壽命延長並非香
港獨有的社會現象，在世界各地社會福利
保障和經濟發展較為理想的國家，都會有

相近的現象。故此在全球應對人口老齡化
的對策亦日漸多元化，亦與科創發展並行
，例如與醫療和社福機構合作AR和VR的
應用，藉以促進不同情況的長者安老服務
需求。

作為註冊社工，筆者關注內地安老服
務的發展，能否為香港的安老服務提升以
及讓服務使用者的選擇，得以有更多優質
的選擇。

在安老服務而言，除院舍服務，還有
居家安老以及相對應的醫療服務需要同步
發展，才能滿足不同年齡層和身體健康狀
況的長者基本生活需求。現時內地只有位
於深圳及肇慶兩所非政府機構營辦的安老
院舍，讓正在輪候香港資助護理安老宿位
的長者自願選擇入住。計劃並設有醫療支

援，包括指定次數之接載院友往返香港接
受診治的安排。

據了解，現時已有180名長者接受相關
服務，相信隨着內地醫療服務發展，其他
非政府機構加入安老院舍為長者提供適切
的服務，仍然有很大的空間。從客觀和現
實來看大灣區的醫療配套，現階段和香港
的長者醫療配套相比，的確仍有空間可以
提升，但筆者認為特區政府可以通過總結
醫療券，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成功經驗
於大灣區內 「複製」，並引入適合香港人
需求的醫療產業，加強長者及其家人對於
在內地安享晚年加強信心。

有「硬件」也要有「軟件」
安老服務除了院舍、醫療，以及生活

津貼這類 「硬件」外，還有社會服務的 「
軟件」配套需求，由香港的非政府組織在
內地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全國政協常委

許榮茂與熱心社會服務的社會賢達於香港
創辦了新家園協會，由社工為移居人口提
供適應生活，並獲得內地民政部認可，具
全國開辦社會服務的資格和基礎。

就大灣區發展，特區政府應透過這一
類跨地域的社會服務機構，在內地港人聚
居的地方開辦支援服務，不但可以加強長
者的多元化晚年生活，還可以加強居港家
人對於長者在內地居住的信心，在有需要
的情況下，通過這些具跨境服務能力的機
構提供支援。

筆者早前有幸到港珠澳大橋考察，並
了解到在大橋開通後，對港澳與內地交往
的時間差大為減少，定必可以促進兩地人
民交往。有見及此，特區政府應把握時代
的機遇，除了經濟發展要與大灣區內城市
互補互通外，亦要藉大灣區的發展將社會
福利服務往內地拓展，以保障在港工作和
生活之港人的生活和福祉。

回歸21年 香港喜事連串

大灣區發展帶來無限機遇

最近有反對派發表言論，稱香港作為大灣區 「媒介」
的角色，是 「鼓勵香港人才流失，會 『掏空』香港經濟」
，筆者不以為然。

粵港澳大灣區是內地與港澳發揮所長，合作發展的創
新形式，是對珠三角地區發展方向的又一次肯定。

上一次港商可把握內地的機遇，就是昔日廣東省的人
口紅利創造了第一次製造業發展高峰。現時，內地的人口
紅利，科技水平和經濟發展速度都與多年前的改革開放初
時不同，而香港的地位和角色，也需要隨這些變化而變化
，不斷調整方向和發揮優勢，從而更能鞏固城市的國際地
位。

筆者認為香港的作用並非只是媒介，而是創新的土壤
和輸出。香港國際化程度高，經營環境自由，擁有在世界
排名前列的大學，可以吸引全球的創科人才開展科研活動
，也可以吸引全球創科企業香港設分公司，並且將更好的
創新成果帶到中國。

特首高官積極邀歐洲國家合作
特區政府在這方面也不斷的在做出努力，特首林鄭月

娥和多名政府高官最近頻繁出訪各歐洲國家，參觀了解各
國在創科方面的成果和科研機構，並積極邀請這些國家可
以與香港合作。而香港是一個幾乎沒有製造業的大都市，
這些創科成果就會在大灣區的其他城市轉化成產品和服務
，進而在資金充裕的內地市場上變現。

同時，內地愈來愈受矚目的創科企業也和香港科技園
合作，投資開設AI實驗室，並在機場物流中心投資超過百
億港元，打造全新物流樞紐。

以上種種，筆者只看到大灣區的概念，會將世界和內
地最好的創科成果、創科人才帶來香港，卻看不到鼓勵人
才流失和掏空香港經濟的跡象。所謂 「媒介」角色，並不
是只成為各種新產品和服務的通道，而是讓香港作為處於
中間的位置，把不同的優勢整合發展，再分配到最適合的
地方，絕對有利香港發展。

大灣區的概念，給香港帶來新的增長點和發展方向。
而不和毗鄰的內地城市合作， 「閉關自守」，只會讓香港
的地位愈來愈孤立，無法發揮自己的優勢和作用。所以，
大灣區不可能 「『掏空』香港」，反而會給香港帶來無限
機遇。

時光飛逝，還有兩個星期就是香港回歸祖國的
21周年大日子，政府和社會各界舉辦的慶祝活動相
繼推出，讓市民參與及感受喜慶的氣氛。筆者服務
的願景基金會亦舉辦一項 「世上最多對組合同時寫
孝字」的世界紀錄，讓一班基層長者老友嘗 「創世
績」的心願，在為香港共創 「義舉」。

去年，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參加多場香
港回歸20周年紀念活動。習主席平易近人，給港人
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新春佳節前夕，他亦向香港少
年警訊成員回信，感謝他們親手製作新春賀卡，並
向香港青少年作出勉勵。身為13億多人口大國的最

高領導人，習主席政務十分繁忙，仍向香港青少年
回信，足見國家對香港的重視。在過去的一年，香
港好事一件接一件，就連 「一地兩檢」方案獲立法
會三讀通過，接連的好消息讓香港青年感受到機遇
滿滿。

增強青少年國家觀念
今天的香港，不但比回歸前任何時候更繁榮興

旺，在經濟、文化、教育、航空等各方面，也都有
更長足進步和發展，但現時年輕人對國家的用心還
是不理解，甚至存在種種的偏見，筆者認為教育確
仍有很大進步空間，尤其是加強青少年對國家憲法
及基本法教育，以及中國歷史文化教育。筆者認為
除了政府外，社會各界實應一起努力。

筆者日前的 「就是敢言青年街訪」節目，邀請
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曼琪擔任嘉賓，亦邀請活躍
於內地及香港的女藝人劉婷婷擔任嘉賓主持。大家

一同走進黃大仙街頭與年輕人探討國家憲法與基本
法，節目將於社區、臉書及各大合作媒體播放。

我們希望讓更多青年人明白。教育青少年，人
人有責。青年人是我們未來希望，希望趁香港回歸
21周年，一起以培養下一代青年人有國家觀念、香
港情懷及世界視野為己任，為香港創造更多更美好
的21年。

貿易戰中香港的角色

中美貿易大戰再次爆發，勢必影響內地與香港
廠商的進出口業務，因廠商在出貨和購貨的時候，
會變為更加謹慎，稍不留意就會因關稅問題引致虧
損。

不明朗的環境和因素，料仍會持續至今年第三
、四季度。以本人角度來看，當然是希望雙方能以
談判磋商來解決根本性問題， 「合則共贏」是大勢
所趨，相互都以本國利益為先，但同時亦要找出共
同點。

中美身為世界彼此最大的貿易夥伴和負責任的
大國，我深信僵局會在領導人的睿智中化解。面對
雙方每年超過五萬億美元的貿易額，對大家來說都
是不容有失的，亦可以說雙方都是 「傷不起」的，
同時對世界經濟格局來說亦不是好事。在此，香港
在經濟的特殊地位就凸顯出來。

香港是雙方均能接受的超級聯繫人（在經濟方

面），香港有能力為雙方破局做出貢獻。香港作為
全球知名的自由經濟貿易港，多年來均是中國與美
國貿易合作中的交叉點和支撐點，更是中美貿易中
的中轉港。香港能在中美貿易問題上建言，讓中國
更加了解美國，讓美國更加明白中國。

隨着人民幣國際化、中國工業化2025、創新科
技的興起，來自美國的挑戰是無可避免的。無論如
何均希望大家能透過各種方式，化解彼此的敵意，
達成共識，共同努力，創造更有利的貿易環境。

總的來說，我始終覺得中美關係是 「鬥而不破
」，因為彼此相互需求的關係，是近40年來所建立
起來的，每一次的矛盾都能解決。

我國在高速發展中和強大的經濟與貿易規模，愈
來愈令美國不安亦是實際情況，只有加強相互更多
溝通和一定程度的措施，才能保障相互的貿易體系。

我國近年來開闢 「一帶一路」的發展，對於廠

商與貿易商來說，亦是巨大的機會，我們亦不能一
味的把市場重心放在歐美，還有印巴、中東、非洲
、東盟、東歐、南美等大片市場的開發及拓展。在
新的征程、新的時代、新的發展及新的格局中，我
們始終不忘的事，就是將香港的角色發揮到最好。

高松傑
香港菁英會社會民生研究會主
席、音樂堂慈善基金會主席

莊學謙
香港菁英會會員、雲港台青
年交流促進會常務副秘書長

黃鵬
香港菁英會理事、

香港跨境電子商務協會名譽會長

梁秉堅
香港菁英會秘書長、香港五邑總會副理事長

▼

安
老
服
務
不
能
一
拖
再
拖
，
把
服
務
伸
延
至
大
灣
區
可

能
是
個
新
出
路

青 年 有 話 說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余偉詩報道：上班族壓力大。
有調查發現，全港全職人士中，每四人就有一人出現抑鬱或
焦慮症狀，尤以青年人為重，他們在生活滿意度上亦較低。

「賽馬會心導遊計劃」及中文大學於去年十一至十二
月期間，以電話訪問1008位來自21種行業的全職人士。結
果發現，24.3%受訪者表示過去兩星期曾出現抑鬱焦慮，最
年輕組別（18至29歲）出現抑鬱焦慮情緒的比率最高，佔
37.2%。

年輕人精神健康差
生活滿意度上，問及受訪者認為人生有沒有目標、意

義、有沒有得到家人支持等，滿分為七分，18至29歲受訪
者的評分為5.2分，是各組別中最低。

中大心理學教授麥穎思指，工作上能否表達己見、參
與公司決策及上司給予的支援均有助提升精神健康。年輕
人精神健康差，估計是來自他們從事的都是初級職位，工
作上未有太多自主性有關。

調查亦發現，社會對精神病患者存有誤解，57.9%受訪
者認為有精神病的同事未能勝任管理層的工作；53.8%則認

為有精神病的同事未能在壓力下工作。另外，46%受訪者表
示不願意在需要時尋求協助。

麥穎思表示，在職人士對精神病的認識不多，導致他
們未照顧好自己的精神健康。在職人士對精神病的誤解亦
會阻礙患者尋求協助。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向中大及新生精神康復會捐出
1631萬元，下周五推出一站式網上個人化精神健康平台 「
賽馬會心導遊計劃」，讓有需要人士在網路上尋求協助。

【大公報訊】晚期肺癌治療新曙光！中文大
學研發新標靶治療方案，有效延長晚期肺癌病人
存活期達七個月。研究團隊昨日表示，新治療方
案較常規治療更有效，預計今年內取得美國食物
藥品管理局（FDA）批准，推出市面，有望成為
帶有基因變異的晚期肺癌病人的一線治療方案，
預計新藥明年引入香港。

中大醫學院腫瘤學系系主任莫樹錦率領全球
71所醫療中心和大學醫院進行第三期臨床研究，
邀請452名帶有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的晚
期非小細胞肺癌（NSCLC）患者參與，當中八
成為亞洲人。結果發現，接受第二代標靶藥治療
的人，整體存活期達34個月，較第一代標靶藥治
療多七個月，56%人在接受治療30個月後仍存活
，較接受第一代標靶藥治療的人高10%。相關研
究已於醫學期刊《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發表，並於腫瘤科組織 「美國臨床腫瘤學會」周
年會議中發布。

莫樹錦表示，第二代標靶藥Dacomitinib效用

較高，毒性亦相對較強，患者易有腹瀉、皮炎痤
瘡等症狀，較年長或虛弱人士未必承受得住，但
他建議較年輕患者可接受該藥延長生命。他稱，
參與是次研究的患者有八成來自亞洲，亦反映藥
物在亞洲患者身上效用較理想。他稱，新藥與舊
藥價格相差不大，但新藥仍未推出市面，預計今
年內可獲得FDA批准，香港最快明年才引入。

中大證新標靶藥延晚期肺癌存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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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爆發，勢必影響內地與香港廠商的
進出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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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樹錦表示，第二代標靶藥效用較高，但
毒性相對較強 中大提供

職場壓力大 每四人一現抑鬱焦慮症狀


